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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任何一种类型的法律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在一定的思
想指导下制定并付诸实施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属于法史学的范畴，其
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学术流派
及其代表人物的法律理论和观点。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这些理论观
点的内容、本质、作用和特点，阐明它们形成、发展、转承、演绎以及相互
驳辩、相互影响又相互包容吸收的过程与规律。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古老中国，各
地区、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形成做出了贡献。这中间之所
以既有冲突又有相互融合，来源于文化上的多源性。但在多源性中又
有着基本的倾向，那就是两汉以降，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思想体系在相
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基本倾向是由我国历史上深
厚的道德理想主义及文化土壤所决定的。由于中国历史上法律思想发
展时空跨越五千年，传统法律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与多彩，因此需要从多
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去研究与把握，也唯其如此，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全貌。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洞开，思想文化上欧风美雨的来袭，在西
学东渐的过程中，传统法律观念开始为人们所反思。这期间，无论是
“开一代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的历史检讨，还是洋务派的进行时倡言，以
及维新革新者的民权呐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实践，都为
近代中国的法律框架与内容建设提供过思维模式的空间。

如果说鸦片战争划分了中国古代与近代的界限，那么１９１９年发生
在中国大地上的五四运动又开启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早期中国共产
党人提出的一些法律观念，直接指导着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其法律
思维导向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国历史上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法律
观，不仅对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法文化支撑，也为中
华民族的当代复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法文化宝藏。诚然，我国历史上
的法文化的确含有相当多的非合理性乃至于糟粕因素，正因为如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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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地继承，在理清是非基础上的借鉴才是我们应有的明智选择。古代社会诸如
“重人事”、“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慎罚”、“中正”的司法原则；“明教化”、“倡人
伦”等伦理思维，以及近代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法律变革观念等，若赋予其当
代意义的诠释与解读，无疑对现阶段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无启示与借鉴，而早期中国
共产党人的革命法律观，更是当代社会法制建设的重要理论渊源。

编者

２００９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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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该丛书之一。本书共包括十八章：第一、第二章
分别对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以及春秋初期革新者的法律观点做
了介绍；第三章着重探讨先秦儒家以修身、治国、安民为中心的法律思想；
第四、五、六章对先秦时期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主要法律观念予以分
析比较；第七章则重点介绍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与主要内容；第八章
至十三章是历代众多政治家、思想家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对正统法律思想
的维护或修缮；从第十四章至十十七章则为近代各个阶层人物在西学东
渐过程中发表的法律观点。本书第十八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
命时期的法律思想。

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除增加第十八章中国共产党人
的法律思想外，对原有各章的内容进行了部分调整与充实，学科前沿成果
基本得以反映。本书作为河南省高等学校规划教材，主要适用于法学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此外，也可作为司法工作者学习理论法学的
参考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版前言

　　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思想源远流长。中国是
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任何一种类型的法律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也都是在一定的思想
指导下制定并付诸实施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属于法史学的范畴，其研
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学派及其代
表人物的法律理论和观点。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这些理论观点的内
容、本质、作用和特点，阐明它们形成、发展、演变以及相互驳辩、相互影
响又相互吸收的过程与规律。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古老中国，各
地区、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中间之
所以既有冲突又相互融合，来源于文化上的多源性。但在多样性中又
有着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种基本倾向是由中国
深厚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土壤所决定的。由于中国历史上法律思想发
展时空跨越五千年，传统法律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与多彩，因此需要从多
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去研究和概括，也唯其如此，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全貌。

“以古为镜，可以知隆替”。我国历史上的法律思想，不仅对中华民
族不同时期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法文化支撑，而且也为中华民族的现
代复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法文化宝藏。如“重人事”、“民贵君轻”的民
本思想；“慎罚”、“中正”的司法原则；“明教化”、“倡人伦”的伦理思维等
等，对现阶段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完善均有启示与借鉴意义。毋庸讳言，
我国历史上的法文化含有相当多的封建主义糟粕。有甄别地继承、在
理清是非基础上借鉴才是我们应有的明智理念。

编者

２００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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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思想史

绪 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在
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中，不仅有发达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哲学史，而且
有发达的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是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它对于我们了解
中华民族法学历史遗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轨迹，它当然
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总要和一定的经济条件、政治背景相联系。因此，法律思想史
的内容也会和与它相应的经济条件、国家学说、政治学说乃至哲学等，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法律思想与国家学说、政治学说又有着严格的区
别，应该说它们各成体系。

一、研究对象

法律思想史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法学科学的观
点，关于立法、司法制度的观点和主张。其中包括对立法、对各种法律内容、对立法
组织、对监察制度、司法制度以及狱政制度等的看法和主张。对待法律内容的观点
和主张; 除了对刑法、民法、诉讼法等看法外，还包括对行政法尤其是治吏的看法和
主张。到了近代，还有关于宪法的观点理论，与宪法相联系的关于对立法、司法、行
政、国家政体的看法和主张。中国历史上对法律形成系统观点的思想家、政治家，
大体上有如下情况:

1．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们进行了立法、修法活动，或者在执法、司法方面有
所建树。他们在实行政治统治的实践中，不仅提出了有关法律的观点，而且有效地
推行和贯彻这些观点，使之成为现实的法律制度。如秦始皇提出与奉行的“事断
于法”的法治思想，对秦朝的立法、司法有很大影响;汉初刘邦、刘恒提出或实践的
“黄老无为”治国之术，也影响到汉初的立法与司法;唐朝李世民、明朝朱元璋等其
法律观念无不直接影响和渗透到本朝立法与司法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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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的辅臣和官吏。他们或直接参与朝廷立法、修法或变法活动，或为朝廷
的立法进行编撰解粹工作。如西周的周公、唐朝的长孙无忌、北宋王安石等等。

这些历史人物的立法、变法思想，都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与研究。此外，历史
上还有一些著名的官吏躬身于司法实践，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以维护当朝统治者
最高利益为前提，对本朝法律制度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或看法，由此也直接或间
接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

3．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们是在野者，但其思想影响深远。比如孔子、孟子、荀
子、韩非子、黄宗羲等人，对中国古代的治国谋略及立法、司法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
见解，特别是儒家思想奠基人孔子的法律思想，经过两汉及其后世儒生的大肆弘扬
和改造，使其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

4．近代社会法制改革派、洋务派、改良派的法律思想。改革派是最初出现在我
国近代社会一股新的政治法律思想势力，以魏源等一批明智而有作为的人物为代
表，他们主张抵抗侵略，变法图强，“师夷长技以制夷”． 并严厉批评封建的繁刑酷
法，要求改革司法制度。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被称为“洋务派”的一批封疆大
吏，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标榜，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要求“博采东西
各国律法”，在不超越封建国家“政教大纲”的前提下改革法制。接着，以康有为、
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倡言君主立宪。上述各
派见解虽存有抵牾，但相互交织终又开一代新风。5．近代革命家的法制思想。他
们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谋求变革旧的法律制度，如孙中山、章太炎，其宪
政思想、直接民权的理论以及对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立法设想，均具有历
史意义和研究价位。

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轨迹

夏商西周奴隶制状态下，中国法律思想受神权法和宗法思想支配。当时占统
治地位的主要是奴隶主贵族“受命于天”、“恭行天之罚”的神权法思想与维护“亲
亲”、“尊尊”宗法等级原则的“礼治”思想。

在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发生了空前大变革，使得文
化思想领域极其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原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
的神权法和“礼治”思想先后受到冲击和荡涤，神权动摇，“礼崩乐坏”，百家异说。
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仍然维护“礼治”外，其他各家几乎都对“礼治”嗤之以鼻，
与此同时又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安邦之道: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祟尚
“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法家则坚持“法治”观点。各家学说相互驳难，莫衷一
是，其中犹以儒、法两家的对立最为彰显。以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人为代表
的法家人物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发言人。他们不仅反对儒家的“礼治”，而且还
从不同角度把儒家从“礼治”中引申而来的“德治”、“仁政”、“人治”等，抨击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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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完肤。
法家的“法治”实践，在相互征伐不休的战国时期确实起到了“快刀斩乱麻”的

作用，相对儒家所主张的“礼治”、“德治”、“仁政”等凸显了其实用价值。基于此，
原本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秦王朝继续奉行法家思想，并把“法治”作为理政御
民的圭臬。但由于其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极端的专制主义，“天下之事，无大小皆
决于上”，在文化上“焚书坑儒”，不合时宜地一味强调“以法为教”、“民以吏为
师”，这样就使得包括法家在内的各种法律思想处于停滞窒息状态。代秦而起的
西汉政权，有鉴于秦王朝醉心于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从而招致民怨使其短命暴亡的
教训，创意反其道而行之，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希冀用
道家“无为”之所长以补法家过多“有为”之所短。实践证明，汉初采黄老之道甚合
时宜，“与民休息”的治国谋略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但黄老思想过于消
极，在汉初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得以缓解后，统治者就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强化
中央集权的问题了，而黄老思想中的“无为”自然也就成为统治者进行“有为”政治
的障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据弃黄老，“独尊儒术”实在是封建集权发展的需要
与必然。此时的儒学已不仅仅是当时官方倡扬的显学，它已成为封建政权的治国
指导和正统法律思想。

儒学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汉儒董仲舒起了重要作用。但董仲
舒所高擎的儒学己不同于先秦儒学，它是以儒为主，儒法合流，同时又吸收了道家、
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殷周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新儒学
之所以受到统治者如此的青睐和推祟，是因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
内核与高度集权政治的需要相得益彰。不仅如此，由阴阳五行学说衍生的“天人
感应”思想，以及再由此衍生的“德主刑辅”御吏治民方法，也为统治者找到了现实
得心应手的治国工具。正因如此，才使得继两汉王朝之后，封建政权虽数次改易，
然以“三纲”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却是基本固定不变的。直到清末政府迫于外
界压力不得已修订法律，还“下谕”念念不忘“三纲”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
大本”。①

正统法律思想是在近代社会瓦解的。随着列强入侵带来的沉重压力，随着国
人向西方世界寻求救国良策的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律思想和文化得以缓
慢地被引进。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等为代表的改革派，破天荒地提出了“变法图
强”的口号: 19 世纪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孟德斯鸠“三权分
立”为主要武器，要求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 而由孙中山、章太
炎为代表的革命者则提出了“中华民国”的建国方案。如此等等，不仅表明封建正
统法律思想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而且伴随着社会性质的转换，不同类型的法律思
想和观点也开始出现，并各领风骚。

① 《新刑律修正案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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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目的

人们的现实社会活动都是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时也是历史活动的继续。借鉴
历史经验是人类特有的智慧。我国现行的法制建设必须回采自己的法律史和全人
类的法律史，因为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古代曾经创立过最适合自己文化环境和政治、经济基础的法典以及法学
体系。唐律就其立法的简明、完备，在当时世界是首屈一指的。近代以来，向西方
学习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也大多注意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法律传统，力求造
就一种融会中西的法律思想体系和法制模式。清末沈家本“会同中西”修订一代
新律，促成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此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学说，
则堪称这种追求的楷模。中国法律史渗透着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忧国忧民、孜
孜以求治国安民之道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这无疑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民族文化
遗产，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当然毋庸讳言，我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含有封
建主义的糟粕，近代法律思想孕育也存在先天不足。也惟固如此，我们同样没有理
由傲睨万物。珍惜自己先人的思想遗产，有甄别地继承这份遗产中的精华成分，扬
弃其糟粕，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而做到这些，其前提是需要对我们先人包括法律
思想在内的文化成就进行潜心研究和探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法律文化
史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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